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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Scratch for Arduino 到 
『Study For Ability』 

技術養成唯有動手 
從一篇FB動態貼文談起 

 
自造者就是動手者，動腦者 

自造需要發現、面對、解決 問題 
所以 

自造者教育就是要能培養  
發現問題的敏覺力， 

有勇氣與基礎能力面對問題， 
能夠累積能力、互助合作來解決問題並樂於創用分享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.php?fbid=10204483374673063&set=a.2137450884507.2104565.1493168496&type=1&theater
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.php?fbid=10204483374673063&set=a.2137450884507.2104565.1493168496&type=1&theater


分享大綱 
1. 教育10問? 

2. 老師的轉變 

3. 教育的基本概念 

  3-1教育的四大面向- 
 老師、學生、家長、政府、行政體系、社會資源  

  3-2我作了什麼?導師→教師→家長→網民 
 以導師、教師角度掌握課程教學主軸 

4.教育的核心掌握  

 以專題作品來實踐自造精神 

5.開放空間的規劃與經營 

6.青少年跨域人才培育計畫 



教育10問? 

 如果沒錢沒勢我們可以辦未來學校嗎? 

 學校裡最重要的資源是什麼? 

 有好的設備就會有好的教育成果嗎? 

 是教學重要還是學習重要? 

 是興趣重要還是分數重要? 

 量化評量有什麼優缺點? 

 質化評量有什麼困難與缺點? 

 合作的基礎是什? 

 問題的關鍵在哪裡?要素之間如何互相影響? 

 行動藍圖如何產生? 



發現天賦之旅。肯．羅賓森 
沒有天賦的開發與實證試探，適性揚才只是口號。 

http://search.books.com.tw/exep/prod_search_redir.php?key=%E8%82%AF%EF%BC%8E%E7%BE%85%E8%B3%93%E6%A3%AE&area=mid&item=0010587254&page=1&idx=3&cat=001&pdf=1
http://search.books.com.tw/exep/prod_search.php?cat=1&key=%E8%82%AF%EF%BC%8E%E7%BE%85%E8%B3%93%E6%A3%AE&f=author
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587254
https://youtu.be/61NysQsWcKQ


學業最後還是就業 / 職場已經大不同 
學業的盡頭就是就業的開始，好在 勝過 早知道。 

分享幾個重要的觀念 

 選擇 -- 第二專長就業，走不一樣但自己喜歡的路，願望清單 

 能力 – 找到自己的伯樂，培養自己的好老師 
            分攤家事來培養責任感 
            麻煩的事情我來做(勞者多能) 

 成功 – 別太相信成功經驗談 
            成功經常是偶然，但經驗是真實的能力 

 提醒 – 讓自己期待天明的到來，而不是喟嘆夜晚的逝去 
        上天對每一個生物都公平的是時間，對人們還多個網路開放資源 

 

 

 

 

 



教育的價值在於 歷程 

 從一場教師借用3DP組裝研習談起(Cr-7自助組裝研習)： 

 是把機器裝好比較重要還是學會組裝程序重要 ? 

 會看說明資料、會思考工作程序、會找資料解決問題、會尋求同儕協助 

 如果都是自己來，那集合研習的意義與價值何在 ? 

 社群情感支持、經驗交流，關鍵錯誤的更正，方法、程序的指導 

 那關鍵與差別是什麼? 

 教學模式的傳承、社群經營的強化、不要剝奪孩子思考解決問題的經驗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a.10205180157892208.1493168496&type=3


老師的轉變 

 角色改變：從傳授者走向輔導者 

 產生改變：從能力走向特質 

 領域改變：從單科走向跨域 

 互動改變：不限教室、不限上班、深入家庭 



自造者教育的三大面向 

老 師 學 生 家 長 

政府、行政體系、社會資源 



教育的三大面向 
 老 師 – 老師是教育工作的執行者，教育是人的問題。所以 

   只要老師沒問題，教育就不可能有問題。 
  芬蘭師培選才從前置智力篩選，到前置人格特質篩選 
 好老師要靠自己培養 ->激發好師魂 (舒適的講台區、熱切的眼神、槍手提問) 

 學 生 – 學生是整個公共教育的主體，就能力養成角度 
  學習最重要的是嘗試並驗證自己的天賦才能， 
   (黑袋子中的螺絲與滿盈的各式螺母) 
  接著是累積生活基礎知識，建立常識判斷基礎。 
   (牙距、牙型、進程…) 
  問題的發現與確認，問題解決規劃與能力，協同與資源協助 
   (力學、機構學、運動干涉…) 

 家 長 – 最終關係人，千面人(百變角色)、大丈夫(能伸能屈)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
  知覺聰明孩子的操弄 
  協助孩子奪回法定的選修權力 

 還有一面 
  政府、行政體系、社會資源 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可能需要超過一張投影片



我作了什麼 ? 

導師 教師 家長 網民 



我作了什麼(導師身份) 
 晨光TEDsaihs：(1年34場) 

 講師資源(業界人士、家長資源、校內師長學生) 

 工作團隊與能力養成 

 TED 10時回顧省思單 

 友伴班級的參與  TEDsaihs29鋼鐵造型的切刻路 

 帶著班級團隊走出去  Ted In 機一仁  Ted In 機一智 

 學校特色活動 

 班級經營分享(文件、活動) 

 學校日分享給家長的信件 

 第一次段考後成績單隨同聯絡信 

 親師(生)月會  2014.12.10 親師月聚會 

 校外演講活動 【自造者創業】募資管道知多少？ 

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475250222502405/events/?past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oa.960705333956889&type=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oa.1052024094825012&type=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oa.1061061403921281&type=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oa.1061064297254325&type=1
https://lookaside.fbsbx.com/file/1031%E5%AD%B8%E6%A0%A1%E6%97%A5%E5%88%86%E4%BA%AB%E8%B3%87%E6%96%99.doc?token=AWyX0zpiquXRQvn-cf68s_s-kTApQfO3uV3g4BXNZZMYDnxZrG1EXqM1nN0-AQUh7lDabQPEbDwI9SstP8ca78Gmxek42Po0nntLjYm5sxyeGg
https://lookaside.fbsbx.com/file/%E8%B3%87%E4%B8%80%E6%99%BA%E7%88%B6%E6%AF%8D%E8%81%AF%E7%B5%A1%E4%BF%A1.docx?token=AWxvHB6Qim6JtjdbSr4B_euR0vIOh3dwytFa6cVeG91yjeXYZ8kxP66-CGSnCku3jvaggALzh3tQF4xY4vblLfXACpgRtXCuujjbGLVfzBB6xw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oa.966206176740138&type=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rofile.php?id=1493168496&sk=photos&collection_token=1493168496:2305272732:69&set=a.10204084169693188.1493168496&type=3


我作了什麼(授課老師角色) 
 課程結構與總體課程： 

 推動統測考試科目變革 
限制考試單元，避免成為學門角力戰場； 
變更考試科目，降低資訊科沒有專屬部定必修專業的亂象干擾 

 發展與實驗新教材，並提供友校與夥伴老師參考 
C語言即將成為資電群主要程式教學語言 

 辦理研習活動，讓新知、新技術能開散萌芽 

 課程教學： 

 努力突破團體制約，盡可能教授新興技術與概念 
見林比見樹重要，尤其是在智力性技能領域； 
讓學生回家可以練習專業，CPLD  
讓學生課後可以使用工場， 
讓學生有機會借用實習財產 

 以專題評價落實自造教育 
學年課程，上學期個人技術導向專題；下學期問題導向團隊專題 
互評系統 
買家互動模式 

http://www.lft.com.tw/mtn/cpldkit.htm


我作了什麼(家長立場) 

 當了十幾年的聖誕老公公(還要寫信) 

 買了吉普車，參加越野車隊 

 慶祝小兒子3足歲，全家爬合歡東峰 

 家事是責任教育，勞動只是形式而已 

 好的數學方法有兩個原則 : 簡單、不容易錯 

 讓大兒子參加合唱團；讓小兒子參加弦樂團 

 大兒子的高中入學禮物是DSLR；小兒子考入國中弦樂團是手工小提琴 

 

支付大學學費的條件：先出國打工一年 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可能需要超過一張投影片



我作了什麼(網民游游) 

 努力經營臉書 (感謝網路，著書立說已經不在需要嘔心瀝血、傾家蕩產) 
 S4A 
 專心指導老師 
 蘇恆誠 

 認真參加或辦理各式集會活動(把握每一個互動的機會) 
 高手在民間 
 有啟發萌芽就有未來希望 

 積極投入教師組織 
 松山工農教師會 
 台北市教師會 
 全國教師工會 
 全中教工會 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可能需要超過一張投影片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288586661251852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475250222502405/events/?past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rofile.php?id=1493168496&sk=photos&collection_token=1493168496:2305272732:69&set=a.10204084169693188.1493168496&type=3


教育的核心掌握 
 以課程專題來實踐學用合一 

<法規與現況> 

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 

 第4條第1項第4款 應符合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最小化。 

 但 第5條 有紙筆測驗及表單、實作評量、檔案評量 3大模式，但卻沒有比例。 

此舉造成許多學校與地方主管機關違法訂定補充規定，甚至紙筆測驗的定期考試，
佔比達到60% 

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 

 第4條第 採多元評量方式但卻未限定筆試占比上限， 

同樣造成紙筆測驗的定期考試，佔比達到60% 
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Article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80002300-20150107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Article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80002300-20150107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Article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70006500-20140108


課程專題的執行參考 

以學年課程為例 

 作品賞析 – 學習可源自於模仿，模仿的核心在於專業的鑑賞 

 個人專題 – 作品是超越課本範圍的最佳機會，題材的選擇是個重要檢視過程 

 團隊專題 – 有基本學科能力，才有合作可能。分工內容必須有學科專業。 

執行時可用的關鍵工具 

 互評 系統 

 網路直播 

 貢獻度與歷程記錄 

 家長募資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475250222502405/search/?query=%E4%BA%92%E8%A9%95%E7%B3%BB%E7%B5%B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475250222502405/search/?query=%E4%BA%92%E8%A9%95%E7%B3%BB%E7%B5%B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475250222502405/search/?query=%E7%B6%B2%E8%B7%AF%E7%9B%B4%E6%92%AD
http://cyberfair.taiwanschoolnet.org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events/383877105136121/


觀念分享 

網路直播的效果 

 A.口語表達、現場展示是關鍵的實用能力。應用於學習成果的檢核價值遠遠超越
紙筆測驗。而且公開儀式可以有很好的相互激勵效果，對於評量公正性與教師專
業權威感也能有效提升。 

 A.讓尊嚴超越不畏成績。無法預期誰會看到形成一種自尊的壓力，我希望達成善
良的逼迫，實證上也確實有這樣的效果。 

 B.增進親子互動。親職互動是生命本能，集中式教育讓工商業的社會型態得到扶
助但也同時產生限制。如果能有簡單的方式可以讓父母親親自參與孩子的成果，
這真是大同世界的體現。 

成功實際上是偶然 

 要求膚淺的成功，讓學生是去面對失敗的毅力。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ermalink.php?story_fbid=10205057797313270&id=1493168496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ermalink.php?story_fbid=10205052959592330&id=1493168496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ermalink.php?story_fbid=10205569888595232&id=1493168496


開放空間的規劃與經營 

 場地 – 由自造精神出發。有團隊就讓它變成家窩；孤將則可為秘密基地。 
 避免裝潢花費，鼓勵回收利用。 
   (團隊維繫的核心是感情，搭窩是再合理不過的一起工作好理由) 
 專用優於共用，分散優於集中。 
 升級圖書館成為媒體中心，提升國家地位。(交大圖書館3D列印服務) 

 設備 – 避免一次到位、避免高價設備，由實際使用人開列規格。 
 多樣性會優於足夠量， 
 鼓勵用到壞、獎勵自力維修(代表高可用率、高利用率) 

 運用與管理 – 課後利用才是設備發揮功能的重點 
 專用、分散式是達成分級負責的好方法。 
 善用社團、選拔選手是目前缺乏空白課程的解方。 
 以親子工作引入更多資源 

http://www.lib.nctu.edu.tw/html/categoryid-7/id-274/


青少年跨域人才培育計畫 

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tsec2016/?ref=aymt_homepage_panel


我還想做什麼? 
 
如果科展是正常教育該有的樣貌，那麼 
自造者教育就是讓這個樣貌有普及實現的機會 

 爭取學生權益 

 匯集思想、專心寫作 

 成立自己的LAB 或是 
加入相投的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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